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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异叶败酱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Ｂｕｎｇｅ 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 方法　 异叶败酱 ７５％ 乙醇提取物采

用大孔树脂、 硅胶、 中压液相、 半制备高压液相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ＣＣＫ⁃８ 法检测各化合物抑制白血病细胞 ＨＬ⁃６０、 Ｋ５６２ 活性。 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 ７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ｐａｔｒｉｎｏｓｉｄｅ
（１）、 ｒｏｓｅｏｓｉｄｅ Ⅱ （２）、 （３⁃Ｏ⁃α⁃Ｌ⁃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ｈｅｄｅｒａｇｅｎｉｎ ２８⁃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１→６） ⁃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３）、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４）、 ｆｉｓｓｏｓｉｄｅ Ｂ （５）、 芹菜素⁃７⁃Ｏ⁃β⁃Ｄ⁃芦丁糖苷 （６）、 ｒｈａｍｎｏｃｉｔｒｉｎ ３⁃Ｏ⁃ ［α⁃Ｌ⁃
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 ｌ → ４） ⁃Ｏ⁃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 １ → ６） ］ ⁃β⁃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 ７ ）。 化 合 物 １ ～ ６ 的 ＩＣ５０ ＜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结论　 化合物 ２～６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１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１～ ３、
５～６ 对 ＨＬ⁃６０ 细胞具有一定的毒性抑制作用， 化合物 ２～６ 对 Ｋ５６２ 细胞具有一定的毒性抑制作用。
关键词： 异叶败酱； 化学成分； 分离鉴定； 生物活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４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１５２８（２０１９）０９⁃２１１８⁃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５２８ ２０１９ ０９ ０２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ＡＮＧ Ｙａ⁃ｊｉｎｇ１，２， 　 ＭＵ Ｌｉ⁃ｈｕａ２， 　 ＬＩＵ Ｐｉｎｇ２∗

（１．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ｉｎｚｈｏｎｇ ０３０６１９，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Ｌ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５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Ｂｕ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７５％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Ｐ．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ｒｅ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ＰＬＣ，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ｃｅｌｌｓ
ＨＬ⁃６０ ａｎｄ Ｋ５６２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ＣＫ⁃８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ｐａｔｒｉｎｏｓｉｄｅ （１）、 ｒｏｓｅｏｓｉｄｅ Ⅱ （２）、 （３⁃Ｏ⁃α⁃Ｌ⁃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ｈｅｄｅｒａｇｅｎｉｎ ２８⁃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１→
６） ⁃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３）、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４）、 ｆｉｓｓｏｓｉｄｅ Ｂ （５）、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７⁃Ｏ⁃β⁃Ｄ⁃
ｌｕｔｉｎｏｓｉｄｅ （６）、 ｒｈａｍｎｏｃｉｔｒｉｎ ３⁃Ｏ⁃ ［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 ｌ→４） ⁃Ｏ⁃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 １→６） ］ ⁃β⁃Ｄ⁃
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７）． ＩＣ５０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６ ｗｅｒｅ ｂｅｌｏｗ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６
ａ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ｕｓ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 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３ ａｎｄ ５－６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Ｌ⁃６０ ｃｅｌｌｓ，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６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ｘｉｃ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Ｂｕｎｇ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

８１１２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第 ４１ 卷　 第 ９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９



　 　 异叶败酱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Ｂｕｎｇｅ 是败酱科

败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根茎或根与糙叶败酱的

根茎或根混用， 药材名墓头回［１］。 文献报道墓头

回对各类急慢性白血病细胞有抑制作用， 并且临床

上用于治疗白血病［２⁃３］。 异叶败酱作为墓头回的药

源植物， 对其化学成分报道较少， 为进一步明确异

叶败酱中的药效物质基础， 本实验对异叶败酱进行

化学成分研究， 并对其单体化合物进行抗肿瘤活性

筛选。 从中分离得到 ７ 个化合物， 化合物 ２ ～ ６ 均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１ 为首次从

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１ ～ ６ 对白血病细胞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１　 仪器与材料

高效 液 相 色 谱 仪 （ 日 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 公 司 ）；
２０００ＥＳ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美国 Ａｌｔｅｃｈ 公司）；
Ｒ１⁃１０２ 示差检测器 （日本 Ｓｈｏｄｅｘ 公司）； ＮＰ７０００
半制备液相泵 （汉邦公司）； Ｒ２００ 旋转蒸发仪、
中压反相色谱柱 （瑞士 Ｂｕｃｈｉ 公司）；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
Ⅲ ＨＤ ６００ 超导核磁共振仪 （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Ｑ⁃ＴＯＦ 高分辨质谱仪 （美国 Ｓｃｉｅｘ 公司）； ＹＴ⁃ＣＪ⁃
１ＮＤ 超净工作台 （北京亚泰科隆技术有限公司）；
ＭＣＯ⁃１５ＡＣＣＯ２ 恒温培养箱 （日本 Ｓａｎｙｏ 公司）；
ＤＴ５⁃２ 离心机 （北京时代北利离心机有限公司）；
１４２０⁃０１２ 酶标仪 （美国 Ｐｅｒｋｉｎ Ｅｌｍｅｒ 公司）； Ｅ⁃
ＣＬＩＰＳＥ ＴＳ１００ 显微镜 （日本 Ｎｉｋｏｎ 公司）； Ｄ⁃１０１
大孔树脂 （天津南开和成科技有限公司）； 薄层层

析硅胶 ＧＦ２５４、 柱层析硅胶 １００ ～ ２００ 目 （青岛海洋

化工厂）。 分析纯石油醚、 氯仿、 丙酮、 乙酸乙

酯、 正丁醇和甲醇等试剂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色谱纯甲醇、 乙腈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娃哈哈纯净水 （杭州娃哈哈公司）。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 培养基 （美国 Ｇｉｂｃｏ 公司）； 胎牛血清

（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司）； 二甲基亚砜 （美国 Ａｍｒｅｓｃｏ
公司）； ＣＣＫ⁃８ 试剂盒 （Ｂｉｏｓｈａｒｐ 生物科技公司）。

异叶败酱于 ２０１４ 年采于河南省， 经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刘萍研究员鉴定为正品。
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 （ＨＬ⁃６０）、 人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细胞 （Ｋ５６２） 均购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细胞中心。
２　 提取与分离

干燥的异叶败酱全草 （２ ｋｇ） 粉碎， ７５％ 乙醇

回流提取 ３ 次， 过滤后减压浓缩得异叶败酱总浸

膏。 总浸膏加水成悬浮液， 依次用石油醚、 氯仿、
乙酸乙酯、 正丁醇各萃取 ３ 次， 取有机相层， 用旋

转蒸发仪减压浓缩， 回收溶剂， 分别得石油醚、 氯

仿、 乙酸乙酯、 正丁醇部位 ６３、 １１２、 ３６、 ９５ ｇ。
取正丁醇部分用大孔树脂色谱进行分离， 依次用

３０％ 、 ６０％ 、 ９５％ 乙醇进行梯度洗脱， 减压浓缩后

得到 ３０％ 、 ６０％ 、 ９５％ 部分浸膏。
将 ３０％ 部分浸膏 （５０ ｇ） 经硅胶柱 （１００～２００

目） 分离， 以氯仿⁃甲醇⁃水 （２５ ∶ １ ∶ ０、 ９ ∶ １ ∶ ０、
９ ∶ １ ∶ ０ １、 ８ ∶ ２ ∶ ０ ２、 ７ ∶ ３ ∶ ０ ５） 梯度洗脱，
共得到 ２６３ 个馏分 Ａ１－２６３， 通过薄层色谱检测， 合

并相同馏分。 馏分 Ａ１８０－１９０ 合并后经硅胶柱， 以氯

仿⁃甲醇⁃水 （９ ∶ １ ∶ ０ １、 ８ ∶ ２ ∶ ０ ２） 梯度洗脱，
再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乙腈⁃水 ２ ∶ ８） 得化合物 １
（２１ ５ ｍｇ）。 馏分 Ａ１２０－１５９合并后经中压反相柱以乙

腈⁃水 （１ ∶ ９、 ３ ∶ １７、 １ ∶ ４、 １ ∶ ３、 ３ ∶ ７） 梯度洗

脱， 得化合物 ２ （１２ １ ｍｇ）。
将 ６０％ 部分的浸膏经硅胶柱色谱 （１００ ～ ２００

目） 分离， 经氯仿⁃甲醇⁃水 （９ ∶ １ ∶ ０ １、 ８ ∶ ２ ∶
０ ２、 ７ ∶ ３ ∶ ０ ５） 梯度洗脱， 共得到 ２４５ 个馏分

Ｂ１－２４５， 通过薄层色谱检测， 合并相同馏分。 馏分

Ｂ９３－１００合并后经中压反相柱以甲醇⁃水 （ ５ ∶ ９５ ～
５５ ∶ ４５） 梯度洗脱得化合物 ３ （ １１ ｍｇ）。 馏分

Ｂ６０⁃７０号合并后经中压反相柱以乙腈⁃水 （３ ∶ ９７ ～
４８ ∶ ５２） 梯度洗脱， Ｆ２３ 重结晶得化合物 ４ （１６ ４
ｍｇ）， Ｆ２６ 重结晶得化合物 ５ （ ９ １ ｍｇ）。 馏分

Ｂ７７⁃９１号合并后经中压反相柱以甲醇⁃水 （５ ∶ ９５ ～
８０ ∶ ２０） 梯度洗脱， Ｆ３０ 重结晶得化合物 ６ （８ ８
ｍｇ）， Ｆ４０ 重结晶得化合物 ７ （１０ ６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粉末 （甲醇）。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８５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 ７８ （１Ｈ， ｍ， Ｈ⁃１３）， ２ ０３ （２Ｈ， ｍ， Ｈ⁃６）， ２ １３
（１Ｈ， ｍ， Ｈ⁃９）， ２ １９ （２Ｈ， ｄｄ， Ｊ＝ ７ ２ Ｈｚ， Ｈ⁃１２），
２ ９５ （１Ｈ， ｑ，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８）， ３ １５ （１Ｈ， ｔ，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７）， ３ ２４ （２Ｈ， ｍ， Ｈ⁃１０）， ４ ０４ （１Ｈ，
ｄ， Ｊ ＝ １１ ４ Ｈｚ， Ｈ⁃１）， ４ ２２ （１Ｈ， ｍ， Ｈ⁃１１）； １３Ｃ⁃
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３ ５ （ Ｃ⁃１）， １４０ ０
（Ｃ⁃３）， １１６ ４ （Ｃ⁃４）， ３４ １ （Ｃ⁃５）， ４０ ９ （ Ｃ⁃６），
７３ ３ （Ｃ⁃７）， ４９ ０ （Ｃ⁃８）， ４２ ７ （Ｃ⁃９）， ６２ ２ （Ｃ⁃
１０）， ６９ ６ （Ｃ⁃１１）， １０３ ４ （ Ｃ⁃１′）， ７５ １ （ Ｃ⁃２′），
７８ １ （Ｃ⁃３′）， ７１ ７ （Ｃ⁃４′）， ７７ ９ （Ｃ⁃５′）， ６２ ８ （Ｃ⁃
６′）， １７３ ３ （Ｃ⁃１″）， ４４ １ （Ｃ⁃２″）， ２６ ８ （３″）， ２２ ６
（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４］ 一致， 故鉴定为

ｐａｔｒｉ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２： 黄色粉末 （甲醇）。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９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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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７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２ １０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８ Ｈｚ， Ｈ⁃２）， ２ ４７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８ Ｈｚ， Ｈ⁃２）， ５ ８１ （１Ｈ， ｑｕｉｎ， Ｈ⁃４）， ４ ３６ （１Ｈ，
ｍ， Ｈ⁃９）， １ ２１ （３Ｈ， ｄ， Ｊ ＝ ６ ６ Ｈｚ， Ｈ⁃１０）， ０ ９０
（３Ｈ， ｓ， Ｈ⁃１１）， ０ ９１ （３Ｈ， ｓ， Ｈ⁃１２）， １ ８６ （３Ｈ，
ｄ， Ｊ ＝ １ ２ Ｈｚ， Ｈ⁃１３）， ４ ２８ （３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Ｇｌｕ⁃１′）；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４２ ４ （Ｃ⁃
１）， ５０ ６ （ Ｃ⁃２）， ２０１ １ （ Ｃ⁃３）， １２７ １ （ Ｃ⁃４），
１６７ ２ （ Ｃ⁃５）， ７９ ９ （ Ｃ⁃６）， １３１ ５ （ Ｃ⁃７）， １３５ ２
（Ｃ⁃８）， ７７ ２ （Ｃ⁃９）， ２１ １ （Ｃ⁃１０）， ２３ ４ （Ｃ⁃１１），
２４ ６ （Ｃ⁃１２）， １９ ５ （Ｃ⁃１３）， １０２ ７ （Ｃ⁃１′）， ７５ ２
（Ｃ⁃２′）， ７８ １ （Ｃ⁃３′）， ７１ ６ （Ｃ⁃４′）， ７７ ９ （Ｃ⁃５′），
６２ ８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５］ 一致， 故鉴定

为 ｒｏｓｅｏｓｉｄｅ Ⅱ。
化合物 ３： 白色粉末 （甲醇）。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９５１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３ ０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４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２０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２）， ４ ２１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Ａｒａ⁃１）， ４ ２９
（１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Ｇｌｕ⁃１′）， ５ ３０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Ｇｌｕ⁃１）；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３９ ８ （Ｃ⁃１）， ２７ ０ （Ｃ⁃２）， ９０ ７ （Ｃ⁃３）， ４０ １ （Ｃ⁃
４）， ５７ ０ （Ｃ⁃５）， １９ ３ （Ｃ⁃６）， ３３ ９ （Ｃ⁃７）， ４０ ７
（Ｃ⁃８）， ４９ ０ （Ｃ⁃９）， ３７ ９ （Ｃ⁃１０）， ２４ ５ （Ｃ⁃１１），
１２３ ８ （Ｃ⁃１２）， １４４ ８ （Ｃ⁃１３）， ４２ ８ （Ｃ⁃１４）， ２８ ９
（Ｃ⁃１５）， ２４ ０ （ Ｃ⁃１６）， ４９ ０ （ Ｃ⁃１７）， ４１ ８ （ Ｃ⁃
１８）， ４１ ４ （ Ｃ⁃１９）， ３６ ７ （ Ｃ⁃２０）， ２９ ２ （ Ｃ⁃２１），
３２ ４ （ Ｃ⁃２２）， ２８ ５ （ Ｃ⁃２３）， １６ ９ （ Ｃ⁃２４）， １６ １
（Ｃ⁃２５）， １７ ８ （ Ｃ⁃２６）， ２６ ３ （ Ｃ⁃２７）， １７８ ０ （ Ｃ⁃
２８）， ７４ ３ （Ｃ⁃２９）， １０７ １ （Ｃ⁃Ａｒａ⁃１）， ７８ １ （Ｃ⁃Ａｒａ⁃
２）， ７２ ８ （ Ｃ⁃Ａｒａ⁃３）， ６９ ５ （ Ｃ⁃Ａｒａ⁃４）， ６６ ３ （ Ｃ⁃
Ａｒａ⁃５）， ９５ ７ （ Ｃ⁃Ｇｌｕ⁃１）， ７３ ８ （ Ｃ⁃Ｇｌｕ⁃２）， ７８ ０
（ Ｃ⁃Ｇｌｕ⁃３）， ７０ ９ （ Ｃ⁃Ｇｌｕ⁃４）， ７８ ０ （ Ｃ⁃Ｇｌｕ⁃５），
６９ ５ （Ｃ⁃Ｇｌｕ⁃６）， １０４ ６ （Ｃ⁃Ｇｌｕ⁃１′）， ７５ ４ （Ｃ⁃Ｇｌｕ⁃
２′）， ７８ ０ （Ｃ⁃Ｇｌｕ⁃３′）， ７１ ５ （Ｃ⁃Ｇｌｕ⁃４′）， ７７ ８ （Ｃ⁃
Ｇｌｕ⁃５′）， ６２ ７ （Ｃ⁃Ｇｌｕ⁃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一致， 故鉴定为 （ ３⁃Ｏ⁃α⁃Ｌ⁃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ｈｅｄｅｒ⁃
ａｇｅｎｉｎ ２８⁃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 １→６） ⁃β⁃Ｄ⁃ｇｌｕ⁃
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４： 黄色晶体 （ＤＭＳＯ）。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５５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９５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３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８２ （ １Ｈ， ｓ， Ｈ⁃３），
５ ０６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Ｇｌｕ⁃１）， ３ ７６ （１Ｈ， ｓ，
Ｈ⁃Ｇｌｕ⁃６）；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８２ ０

（Ｃ⁃４）， １６４ ２ （Ｃ⁃７）， １６２ ９ （Ｃ⁃２）， １６１ ４ （Ｃ⁃４′），
１６１ １ （Ｃ⁃９）， １５６ ９ （Ｃ⁃５）， １２８ ６ （Ｃ⁃２′， Ｃ⁃６′），
１２１ ０ （ Ｃ⁃１′）， １１６ ０ （ Ｃ⁃３′， Ｃ⁃５′）， １０５ ３ （ Ｃ⁃
１０）， １０３ １ （Ｃ⁃３）， ９９ ９ （Ｃ⁃Ｇｌｕ⁃１）， ９９ ５ （Ｃ⁃６），
９４ ８ （ Ｃ⁃８）， ７７ ２ （ Ｃ⁃Ｇｌｕ⁃３）， ７６ ４ （ Ｃ⁃Ｇｌｕ⁃５），
７３ １ （Ｃ⁃Ｇｌｕ⁃２）， ６９ ５ （Ｃ⁃Ｇｌｕ⁃４）， ６０ ６ （Ｃ⁃Ｇｌｕ⁃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７］ 一致， 故鉴定为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４′⁃
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５： 白色针晶 （ＤＭＳＯ）。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８３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５ ００ （１Ｈ， ｍ， Ｈ⁃１０）， ４ ７８ （１Ｈ， ｓ， Ｈ⁃１０）， ４ ５８
（１Ｈ， ｓ， Ｈ⁃１″）， ４ ３５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３），
４ ２３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１′）， ２ ４２ （１Ｈ， ｔ， Ｊ＝
５ ４ Ｈｚ， Ｈ⁃１）， ２ ２８ （１Ｈ， ｍ， Ｈ⁃７）， １ ６３ （１Ｈ， ｄ，
Ｊ＝ ９ ６ Ｈｚ， Ｈ⁃７）， ２ １２ （１Ｈ， ｍ， Ｈ⁃４）， １ ９５ （１Ｈ，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Ｈ⁃４）， １ ２３ （３Ｈ， ｓ， Ｈ⁃８）， ０ ６１ （３Ｈ， ｓ，
Ｈ⁃９）；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５０ ８ （Ｃ⁃
２）， １１３ ４ （Ｃ⁃１０）， １０１ １ （Ｃ⁃１′）， １００ ９ （Ｃ⁃１″），
７６ ６ （Ｃ⁃３′）， ７５ ２ （Ｃ⁃５′）， ７３ ３ （Ｃ⁃２′）， ７１ ８ （Ｃ⁃
３）， ７０ ７ （Ｃ⁃４′）， ７０ ５ （Ｃ⁃３″）， ７０ ３ （２″）， ６８ ３
（Ｃ⁃５″）， ６７ ２ （Ｃ⁃６′）， ５０ ０ （Ｃ⁃１）， ４０ ３ （Ｃ⁃６），
３９ ９ （Ｃ⁃５）， ３１ ９ （Ｃ⁃４）， ２６ ８ （Ｃ⁃７）， ２５ ８ （Ｃ⁃
８）， ２１ ９ （Ｃ⁃９）， １７ ９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 一致， 故鉴定为 ｆｉｓｓｏｓｉｄｅ Ｂ。
化合物 ６： 黄色晶体 （ＤＭＳＯ）。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７７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 ０７ （３Ｈ， ｄ， Ｊ＝ ６ ０ Ｈｚ， Ｈ⁃６‴）， ４ ５４ （１Ｈ， ｄ， Ｊ＝
６ ０ Ｈｚ， Ｈ⁃１‴）， ５ ０６ （１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１″），
６ ４４ （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７６ （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８５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９５ （２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３′， Ｈ⁃
５′）， ７ ９５ （２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２′， Ｈ⁃６′）， １０ ３７
（１Ｈ， ｓ， ４′⁃ＯＨ）， １２ ９５ （１Ｈ， ｓ， ５′⁃ＯＨ）；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 ８ （Ｃ⁃６‴）， ６６ ０ （Ｃ⁃６″），
６８ ３ （ Ｃ⁃５‴）， ６９ ５ （ Ｃ⁃２‴）， ７０ ３ （ Ｃ⁃３‴）， ７０ ７
（Ｃ⁃４″）， ７２ ０ （Ｃ⁃２″）， ７３ １ （Ｃ⁃４‴）， ７５ ６ （Ｃ⁃３″），
７６ ３ （Ｃ⁃５″）， ９４ ８ （Ｃ⁃８）， ９９ ５ （Ｃ⁃６）， ９９ ９ （Ｃ⁃
１‴）， １００ ５ （Ｃ⁃１″）， １０３ １ （Ｃ⁃３）， １０５ ４ （Ｃ⁃１０），
１１６ １ （Ｃ⁃３′）， １２１ ０ （Ｃ⁃１′）， １２８ ６ （Ｃ⁃２′， Ｃ⁃６′），
１５６ ９ （Ｃ⁃９）， １６１ ２ （Ｃ⁃４′）， １６１ ３ （Ｃ⁃７）， １６２ ９
（Ｃ⁃５）， １６４ ４ （Ｃ⁃２）， １８２ ０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

献 ［ ９ ］ 一 致， 故 鉴 定 为 芹 菜 素⁃７⁃Ｏ⁃β⁃Ｄ⁃芦 丁

糖苷。
化合物 ７： 黄色晶体 （甲醇）。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８０７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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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３ （３Ｈ， ｓ， Ｈ⁃７）， ５ ０１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
１″）， ６ ２９ （１Ｈ， ｄ， Ｊ＝ ７ ２ Ｈｚ， Ｈ⁃６）， ６ ５５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８３ （２Ｈ， ｄ， Ｊ＝ ９ ０ Ｈｚ， Ｈ⁃３′， Ｈ⁃５′）， ８ ０７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２′， 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９ ７ （ Ｃ⁃４）， １６７ ４ （ Ｃ⁃７），
１６２ ７ （Ｃ⁃５）， １６１ ８ （Ｃ⁃４′）， １５９ ７ （Ｃ⁃９）， １５８ ５
（Ｃ⁃２）， １３５ ９ （Ｃ⁃３）， １３２ ６ （Ｃ⁃２′， Ｃ⁃６′）， １２２ ５
（Ｃ⁃１′）， １１６ ２ （Ｃ⁃３′）， １０６ ５ （Ｃ⁃１０）， １０５ ５ （Ｃ⁃
１″）， １０４ ０ （Ｃ⁃１″″）， １０１ ９ （Ｃ⁃１‴）， ９９ ２ （Ｃ⁃６），
９３ ３ （Ｃ⁃８）， ７９ ６ （Ｃ⁃４‴）， ７５ ４ （Ｃ⁃５″）， ７５ ０ （Ｃ⁃
３″）， ７４ ０ （Ｃ⁃４″″）， ７３ ２ （Ｃ⁃３″″）， ７３ ０ （ Ｃ⁃２″″），
７２ ２ （ Ｃ⁃２″）， ７２ １ （ Ｃ⁃３‴）， ７１ ９ （ Ｃ⁃２‴）， ７０ ２
（Ｃ⁃５″″）， ７０ ０ （ Ｃ⁃５‴， Ｃ⁃４″）， ６７ ６ （ Ｃ⁃６″）， ５６ ６
（Ｃ⁃ＯＭｅ）， １８ ０ （Ｃ⁃６″″）， １８ ０ （Ｃ⁃６‴）。 以上数据

与文献 ［ １０］ 一致， 故鉴定为 ｒｈａｍｎｏｃｉｔｒｉｎ ３⁃Ｏ⁃
［ 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 ｌ → ４ ） ⁃Ｏ⁃α⁃Ｌ⁃
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１→６） ］ ⁃β⁃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４　 活性测试

４ １　 细胞培养　 将细胞从液氮罐中取出， 常规方

法［１１⁃１２］ 复苏， 将细胞用含 １５％ 胎牛血清的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 培养液， 在 ３７ ℃， ５％ ＣＯ２饱和湿度条件下培

养。 根据不同细胞的生长速度 １ ～ ２ ｄ 更换新鲜的

培养液或者传代。
４ ２　 ＣＣＫ⁃８ 检测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ＨＬ⁃６０、
Ｋ５６２ 细胞制成密度 ９×１０４ ／ ｍＬ、 ８×１０４ ／ ｍＬ 的细胞

悬液接种于 ９６ 孔板中， 每孔 １００ μＬ， 每组设置 ５
个平行孔。 在培养箱中培养 ２４ ｈ 后分别加入不同

质量浓度的化合物 １ ～ ６ （从低到高依次为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 及 阳 性 对 照 品 顺 铂

５０ μＬ。 给药后继续在培养箱中培养 ４８ ｈ， 取出培

养板， 每孔加入 １０ μＬ ＣＣＫ⁃８ 溶液。 １～２ ｈ （Ｋ５６２
１ ５ ｈ， ＨＬ⁃６０ ２ ｈ） 后在 ４５０ ｎｍ 处测 ＯＤ 值。 并计

算细胞抑制率及 ＩＣ５０值。
４ ３　 对白血病细胞增殖抑制活性测定　 各化合物

的 ＩＣ５０值见表 １。 据相关文献报道［１３］， 单体化合物

的 ＩＣ５０＜１００ μｇ ／ ｍＬ， 表明实验样品具有明显的细

胞毒活性。 结果显示， 化合物 １～３、 ５～６ 对 ＨＬ⁃６０
细胞具有一定的毒性抑制作用， 化合物 ２ ～ ６ 对

Ｋ５６２ 细胞具有一定的毒性抑制作用。
５　 讨论

异叶败酱是墓头回最早的药源植物［１４］， 是历

代本草中以墓头回使用的主流， 但是关于异叶败酱

的化学成分报道却很少， 目前国内外有 １２ 个三萜

类、 ５ 个环烯醚萜酯、 ３ 个木脂素、 ２ 个甾体类、 ３

　 　 　 　表 １　 各化合物抗白血病细胞 ＩＣ５０值 （μｇ ／ ｍＬ）
Ｔａｂ １　 Ｉ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ｃｅｌｌｓ

（μｇ ／ ｍＬ）

化合物 ＨＬ⁃６０ Ｋ５６２
１ ４５ ３８±１ ２５ ＞１００
２ ４５ ８０±０ ９８ ９６ ２１±２ ７２
３ ２６ ２９±２ ０６ ６２ ５５±０ ６３
４ ＞１００ ７２ ６０±１ ４５
５ ４７ ２９±１ ６４ ３５ ７８±３ ４８
６ ６９ ９２±２ ６２ ５４ ７０±４ ５８

顺铂 ２１ ０７±１ ２５ ３１ ２０±５ １３

个黄酮类、 １ 个多糖和 １ 个香豆素类化合物的报

道。 异叶败酱总皂苷和粗制剂可用于治疗急慢性白

血病、 子宫癌、 宫颈癌和大肠癌［１５］， 但是其发挥

药效的确切化合物尚未确定。 本研究从异叶败酱中

分离得到 ７ 个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１ 为环烯醚萜

类、 化合物 ２ 为单环降倍半萜苷类、 化合物 ３ 为三

萜皂苷类、 化合物 ５ 为单萜类龙脑苷、 化合物 ４、
６～ ７ 为黄酮类。 通过 ＣＣＫ⁃８ 法筛选了化合物 １ ～ ６
对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结果显

示， 各单体化合物对白血病细胞具有一定的毒性抑

制作用， 且化合物 １ ～ ３、 ５ ～ ６ 对 ＨＬ⁃６０ 细胞、 化

合物 ２～６ 对 Ｋ５６２ 细胞的抑制作用与药物质量浓度

有一定的依赖关系， 以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异叶败

酱的抗白血病作用提供参考。 虽然单体化合物对白

血病细胞表现出了体外毒性， 但中药成分复杂， 异

叶败酱化学成分抗白血病作用的确切机制还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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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左旋多巴原料药精制母液的化学成分。 方法　 精制母液 ９５％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大孔树脂 Ｄ１０１、
制备 ＨＰＬＣ 等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２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豆甾醇 （１）、 棕榈酸 （２）、 正三十烷醇 （３）、 十八酸⁃２， ３⁃二羟基丙酯 （４）、 ｓｏｙａｓａｐｏｇｒｎｏｌ Ｂ （５）、 硬脂

酸 （６）、 亚油酸 （ ７）、 ５α， ８α⁃环二氧⁃ （ ２２Ｅ， ２４Ｒ） ⁃麦角甾⁃６， ２２⁃二烯⁃３β⁃醇 （ ８）、 原儿茶酸 （ ９）、 ６， ７⁃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１⁃ｍｅｔｈｙｌ⁃１， ２， ３， ４⁃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ｉｓ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３⁃ｃａｒｂｏ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 １０ ）、 ６， 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１⁃ｂｅｎｚｙｌ⁃１， ２， ３， ４⁃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ｉｓ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３⁃ｃａｒｂｏ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１）、 苯丙氨酸 （１２）。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精制母液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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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ａｌｓ Ｃｏ．， Ｌｔｄ．， Ｂａｉｓｅ ５３１５９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ｌｅｖｏｄｏｐ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９５％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ｉｌｉｃａ，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ｒｅｓｉｎ Ｄ１０１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ＰＬＣ，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ｗｅｌ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 （１），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２）， ｎ⁃ｔｒｉａｃｏｎｔａｎｏｌ （３）， ｐｒｏｐｙｌ ２， 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４）， ｓｏｙａｓａｐｏｇｒｎｏｌ Ｂ （５）， ｏｃｔａ⁃
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６），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７）， ５α， ８α⁃ｅｐｉ⁃ｄｉｏｘｙｅｒｇｏｓｔａ⁃ （２２Ｅ， ２４Ｒ） ⁃６， ２２⁃ｄｉｅｎ⁃３β⁃ｏｌ （８）， ｐｒｏ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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